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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前言

由广东经济学会主编的《自主创新学习与实践干部培训丛书》已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这
是我们干部学习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生活在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的时代。一方面，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知识总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更新速度大大加快。一些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
一个大学生4年所学到的知识在毕业后一年大约有1／3已过时了，目前这个比例已达到了70％以上。未
来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进步正在推动着社会
生产方式的快速变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10年6月7日在院士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信息网络技术
的广泛应用不断推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柔性制造、网络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全球制造日益
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知识服务、智能服务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制造
和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力工具和环境，人依靠机器生产产品变成机器围绕人生产产品成为可能，个性化
制造和规模化协同创新有机结合将成为重要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现阶段各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
生活面临的重大挑战与问题日益增加，如能源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以及人口健康等。2008年第
四季度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发端的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其根源被
认为是实体经济缺乏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基于此，当世界经济刚刚转入复苏初期，许多国家就把新
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节能环保等作为决定未来市场经济竞争力的战略重点而千方百计地给予扶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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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内容概要

《创新与政府》从简介创新理论入手，讨论了创新的作用，强调了近现代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经济形
态的变化以及经济的飞跃发展。都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并介绍了发达国家的创新经验。《
创新与政府》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的实际，论证了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并提出
了与发展创新型经济相适应的“创新型政府”的概念，详细论述了政府在创新活动中所应起到的判断
、引导、协同、助推和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以及相关的操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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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书籍目录

上篇 创新理论与创新实践  第一章 创新理论概览    第一节 熊彼特创新理论      一、经济发展的本质      二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三、创新与信用      四、创造性毁灭    第二节 创新理论的发展      一、内生增长
理论      二、创新体系理论      三、制度创新理论      四、技术创新理论  第二章 创新与经济发展    第一节 
创新与产业革命      一、创新触发产业革命      二、产业革命的历程      三、创新引领未来产业    第二节 
创新与知识经济      一、创新潮流下的知识经济      二、知识经济的创新特征    第三节 创新与低碳经济    
 一、低碳经济的兴起      二、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创新推动中国低碳经济    第四节 创新与核心竞争
力      一、从“山寨大国”到“创新大国”      二、荒漠之洲流出“奶和蜜”      三、班加罗尔成了“世
界办公室”      四、通信帝国的一个传奇  第三章 现代创新活动的形态    第一节 从自发创新到自觉创新  
   一、从自发到自觉的必然      二、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三、从“蒸汽机”到“信息高速公路”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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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验与启示    第三节 自主创新的主要路径      一、不可或缺的原始创新      二、渐成趋势的集成创
新      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第四章 国家创新与区域创新    第一节 回眸新中国的创新之路      一、从
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      二、科技创新战略的演变      三、创新发展成果的涌现    第二节 国家创新战略
与创新目标      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条件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框架      三、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制度和政策      四、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节 “创新广东”的构想与蓝图      一、
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      二、“创新广东”的战略规划下篇 创新型经济与创新型政府  第五
章 发展转型与创新型政府    第一节 经济发展形态的转换——以广东为例      一、广东经济发展之路      
二、创新型经济呼之欲出    第二节 创新型政府的内涵——“五个能力”分析      一、创新活动呼唤政府
创新      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响应    第三节 建设创新型政府的路径      一、学习型政府的创建      二、
政府组织结构的创新      三、政府运作模式的改革      四、政府创新绩效的评估  第六章 创新活动中的政
府作用    第一节 制定创新战略与创新政策      一、创新战略的主要类型      二、创新政策的发展演变      
三、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四、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决策机制    第二节 培育创新活动主体      一、企业
是创新活动的主体      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规律      三、助推创新型企业的成长    第三节 培养创新创
业人才      一、人才竞争与人才短缺      二、构建创新型教育体系      三、争夺全球创新人才      四、优化
人才成长环境    第四节 发展支持创新的金融      一、创新与金融的关系      二、创新型企业的金融需求    
 三、创新型企业的金融供给    第五节 营造创新的法治环境      一、自主创新与法治环境      二、构建保
障创新的法律体系      三、营造创新法治环境的路径      四、优化法治环境的经验与启示    第六节 搭建
创新活动的平台      一、科技园——创新成果转化的载体      二、孵化器——创新企业培育的摇篮      三
、加速器——“蹬羚企业”腾跃的助推器      四、创新联盟——集群优势的共生组织      五、信息网络
——知识资源的集成系统      六、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桥梁      七、公共技术平台——
创新资源的共享空间后记——从“海员俱乐部”到“广州科学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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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由于生产要素规模报酬递减，增加传统生产要素（资
本、劳动）的投入规模不一定能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需要在资本、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之外
，寻找解释经济增长之谜的钥匙。为此，他引入了著名的“A变量”，把经济增长中不能用资本与劳
动等要素投入来解释的原因，统统归结到这个A变量上，因此，人们又把这个神秘的A变量称为“索洛
余值”。（用今天大家习惯使用的术语来说，这个“余值”就是“科技进步贡献率”或“全要素生产
率”。）索洛认为，这个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余值”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尽管索洛并没有
对这个A变量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是把技术进步看作一个既定的假设前提，但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
核心动力，则是他的复杂数学模型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他认为，如果生产技术不是以指数速率进步
，增长就会停止。企业家们在追求名利报酬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新，从而推动科技进步。罗默等人
对索洛的增长模型进行了反思，试图回答两个基本问题：这个神秘的A变量，即技术进步或知识生产
本身是怎样发生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机制是什么？罗默发现，创意（代表创新的成果）不
同于其他的物质商品，创意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一个人使用一种思想，并不会阻止另一个人同时使
用这种思想。知识具有外溢性，人们可以免费享受知识成果，从而降低人们知识创造的边际成本。这
意味着知识的生产必然是报酬递增的。例如微软公司生产的软件WindowsNT第1版的生产成本达到上
亿美元，但这种思想以产品的形式体现出来，就能够几乎无成本地进行复制。故微软公司的生产规模
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边际报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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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后记

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编著完成的。在接受编著任务时，有关方面提出的完稿时间要求，超出
了几十年来我的所有经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之所以最后还是将
任务承接了下来，“底气”来自一个判断：我有信心物色到一个团队，并跟他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团队，就是由沈奎为首并由他带领的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的一班青年才俊。这班正值当年的
同志，身处创新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区域，对于创新活动有着第一现场的观察和感受。由于工作上的
需要，他们注重学习，注重积累，掌握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知晓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在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思想敏锐，已经在一些问题和专题上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们有着较
强的资讯搜索能力、文字驾驭能力以及年轻人所特有的冲刺能力；加上他们在得知有可能参与本书编
撰工作时，都将其视为是对自身已经掌握的有关知识进行集约化和系统化的好机会，因而表现出了很
高昂的士气。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团队，作为群体作品的这本著作，才得以如期完成，并基本上达到
了“编写纲要”所提出的要求。在跟这班同志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里，不但使我从这些可畏的后
生之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还受到了他们的感染，自己也变得“年轻”了起来。在反复商讨写
作细则、切磋有关观点和斟酌表达文字的过程中，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沈奎、陈永品、黄孝恕、周
成就、张景铭、洪森、陈云锋、何来刚、蓝伟锋、向奔、彭宇、梁小玲、黄嘉庆、姚少雄、宿军杰。
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开发区研究室的所有成员。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他们所付出的
艰辛努力（他们还要完成大量的日常工作，只有加班加点和牺牲休息时间来进行资料收集和文本写作
），本书的编著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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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编辑推荐

《创新与政府》在叙述基本的理论逻辑与观点的基础上，更多地通过数据、案例与实践加以论述，更
加突出知识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在充分地阐释创新必要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概括各国在创新机
制、体制与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做法与经验。围绕着创新这个核心内容，对动力机制、各个环节、合作
方式、管理制度以及人才培育、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展开了系统和全面的阐述。紧密结合当前广东发展
的实际，从不同方面分别讨论了广东在持续推进创新活动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机会与挑战等，给
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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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精彩短评

1、对了解高新开发区政策非常有帮助，内容详实，观点独到，文笔非常漂亮。美中不足是发货有点
晚，等了3天才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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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政府》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可谓创新理论与政府创新实践的优质入门级书籍。在上篇中，详细介绍了创新理论的起源
与发展、创新的作用，强调世界近现代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经济形态变化以及经济质的飞跃发展，都
是创新的结果，并介绍了发达国家的创新经验。 在下篇中，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的实际，论
证了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与发展创新型经济相适应的“创新型政府”的概念，
认为政府在创新活动中应起到判断、引导、协同、助推和保障等方面的作用，并在创新政策的制定、
创新活动主体的培育、创新平台的建设、与之相关的金融体系的完善、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集聚、法治
环境的营造等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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